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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 20 日提交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二审稿对
保障小区业主权利相关内容作出细化，群众普
遍反映的业委会成立难、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
业主维权难等问题有望进一步解决。

草案二审稿明确，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
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同时，在建筑区划内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
建、侵占通道等的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
有关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此次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的一大亮点，是完
善了公共维修资金使用的表决程序。二审稿强
调，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应当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
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而一审稿中通过
这一事项的表决要求为“双过四分之三”同意。
同时，二审稿还规定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
可以依法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表示，这一

修订降低了业主对使用公共维修资金事项表决
时形成决议的门槛，可以有效避免久拖不议、久
议不决的现象，缓解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的问
题。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对农村集体产权相关
制度、无居民海岛所有权、居住权制度、改善营
商环境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规定。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
拟强化小区业主权利保障

亭楼阁榭、红柱青瓦、小桥流水……在河北
省曲周县寺头后街村村西，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
群，与周围绿油油的麦田形成巨大反差。邯郸市
调查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建筑群存在未批先
建、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问题。

记者近日到现场调查看到，这处建筑群紧邻
寺头后街村，周围被绿色的麦田包围，大门紧锁，
一侧挂着“曲周县桂昌敬老院有限公司”的牌
子。园内有多处仿古建筑，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还有一大片人工湖。之前有网民爆料，称这个项
目 2013 年开始动工，是寺头后街村村民袁某非
法占用基本农田 150 余亩修建的私家祠堂。建
筑群现有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全是没有手续
的违法建筑。

经曲周县所属的邯郸市的调查组初步核实，
该项目是曲周桂昌养老中心。但存在未批先建、
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问题。针对该项目存在的违
法违规行为以及项目建设中相关单位的监管责
任等问题，调查组将继续进行深入调查，及时向
社会公布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袁府”为违法占地

一座纵横数公里、深达数百米的巨型矿坑
横亘在辽宁省阜新市城南。60多年前，这座曾
经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海州露
天煤矿为新中国工业发展而生，数代人奋斗不
息，源源不断为工业强国之路输送物质给养，
铸就海州精神。如今，尽管这里煤尽坑枯，人
们依然以自强不息的劲头让它重生，持续书写
新的奋斗篇章。

它是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样本

东西长近4公里、南北宽近2公里，最深处
垂直深度300多米……站在阜新市海州露天煤
矿北侧的观景台向下望去，巨大的深坑宛如大
地撕开的一张大口；沿边坡看去，一条条蜿蜒
盘旋的运煤车道，勾勒出历史的印记。

“灯火辉煌，车水马龙……”52岁的原海州
露天煤矿的电机车司机闵士彪回忆起自己年
轻时在坑底的生产场景十分骄傲。他说，坑下
最多时有上千人同时作业，运输线上三分钟就
能通过一趟运输机车……

“这座煤矿与共和国几乎同龄，是应工
业发展需求而生，当年集中了全国最先进的
工业设备和数百位各个工业门类的优秀人
才。”已 83 岁的海州露天煤矿原总工程师赵
长青说，开采半个多世纪，这里共为国家出
产煤炭 2.44 亿吨。

海州露天煤矿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
一座大型机械化露天煤矿，1951 年 1 月 1 日正
式开工兴建，1953 年被国家列入第一个“五年
计划”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同年 7 月 1 日正式
投产。2005年5月31日，海州露天煤矿因资源
枯竭而关闭。

相比昔日机车盘旋而上的驰骋、电镐轰鸣
的喧嚣，如今的露天矿坑静静地铺陈在大地
上，期待着它的新生。

它是几代中国人奋斗自
强的真实写照

“过去工人下坑有一条四五百米的小
路叫张林路。”闵士彪看着矿坑回忆说，张
林是露天矿的一个老劳模，为了工友上下
班方便，挑着扁担在工人踩出的坑洼小路
上修了一条路。直到退休，这条路都是他
义务维护。

“爱露天，做主人，争一流，创水平，挑重
担，做贡献。”半个世纪的开采，更有一批劳模
用青春和生命镌刻出海州精神。他们中既有
技术骨干，也有普通矿工，这种贡献是无法计
量的。

先后攻克了包括新型火药爆破在内一系
列技术难题的王征；率领“三二二掘进队”过
断层、闯禁区，创造了快速掘进先进经验的李
瑞；革新大王段士儒；复救大王王合……50多
年间，海州露天煤矿共涌现全国劳动模范 1
人、省部级劳动模范85人，有18人获得“五一
劳动奖章”。

“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满满的年
代。”赵长青说，海州露天煤矿设计年产量300
万吨。但是国家的工业发展需要煤炭，海州
人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使露天煤矿年产量
提高到 420 万吨。从 1987 年至 1990 年，经过
对生产布局和机械设备进行改造，年产量又
提高到500万吨。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对
于年轻人来说这句话或许并不熟悉，但这却
是几代海州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真实写
照。原海州露天煤矿工人王绍杰说，这里的
工人大多父一辈、子一辈。父辈的言传身教，
海州精神的代代传承，让自己在工作中一直
保持着奋进的激情。

它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见证

4月的夕阳伴着嫩草的清香，给人的感觉绝不
是迟暮，对于这座矿坑也是如此。资源枯竭并不
意味着“死亡”，而是“新生”。

资源枯竭的海州矿闭坑后没有被丢弃。阜新
市委、市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海州露天煤矿
地质灾害治理和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并在矿坑北
侧沉陷区建成包括生态恢复示范区、主题广场、纪
念碑、观景台等在内的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

如今，在矿山公园广场上，三五成群的老人聚在
一起放风筝、抽陀螺，广场两侧的林荫步道上，三三两
两的游人漫步攀谈。走上矿坑的观景台，北侧经过治
理的部分区域，栽种的树木已经发出了绿芽。

“这里过去是沉陷区，现在修成了公园，真是
不错。我每天都要来一趟。”66岁的纪占全说，回
忆过去，享受生活。

新生，何止是绿树青草般简单。
去年底，在阜新市新邱区，与海州矿同一矿脉

的一座矿坑内，赛车沿着以往运送煤炭的车道飞
驰跳跃。利用废弃矿坑发展赛车道的金点子一下
子让这里成为网红，为废弃矿坑治理开辟了新路，
让沉寂多年的矿坑再度喧嚣起来。

阜新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会长姜昌利说，
这里的赛车道独一无二，巨大的高度落差和颠簸
的赛道既满足了越野车赛的需要，同时又能欣赏
工业文明的遗产，别有一番情趣。

不仅如此，阜新市通过人才引进，使被视为废
物的煤矸石也得到开发利用，矿坑从垂暮到新生，
又变得绿草依依，激情满满。

“我们已经取得省里支持，专家团队正在对海
州露天矿地质情况做‘CT’检查，未来还要统一规
划，要彻底让矿坑重生。”阜新市自然资源局副局
长韩金龙说，治理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几代人继续
发扬海州精神，久久为功。

一部持续书写的奋斗史诗
——昔日亚洲最大机械化露天煤矿的前世今生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这是被麦田包围的仿古建筑群。 新华社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张谦光：从国民党“督学”
到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伊朗情报部长马哈茂德·阿拉维19日
说，伊朗情报机构已经“识别”由美国中央
情报局290名特工在伊朗以及中东地区其
他多个国家组成的间谍网络。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援引阿拉维的话报
道，伊朗方面的情报机构经由复杂操作，锁
定这一美国间谍网络，已经逮捕在伊朗重
要部门从事间谍活动的几十人。

阿拉维说，伊朗与本地区国家分享所
获美国间谍网络的情报，一些国家同样逮
捕多名美国特工。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期进一
步加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8 日宣
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
织”。这是美方首次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
量列为恐怖组织。作为回应，伊朗国家最
高安全委员会同一天把美军中央司令部及
其驻西亚部队定为“恐怖组织”。

伊称查明美在伊间谍网

张谦光，1908 年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
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1919年，考进中学
的张谦光课余揽杂活，假日搞搬运。靠着
半工半读，张谦光考取武昌中华大学教育
系。1934年任大冶县政府督学，两年后调
任应城县政府督学。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开展敌后
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
国共产党派董必武、陶铸等到应城县汤池
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
不久，国民党派张谦光监视训练班的活
动。通过旁听陶铸等共产党人的讲课，张
谦光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接
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正确
主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陶铸等人的
帮助下，张谦光一方面在政治上掩护训练
班的活动；一方面组织和动员青年到训练
班学习，筹建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
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 年底，张谦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
委员。经过艰苦工作，成立了应城县第一
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担任区长。1940
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张谦光当选为县
委委员兼政权部部长。1941 年 3 月，中共
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张谦
光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兼任县长。在抗日
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他肩负全面领导应
城地区抗日斗争的重任，为鄂豫边区的建
设和巩固提供了经济物资和人员补给，为
应城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8月，调任襄北专员。1945年调
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中共襄北地委书记。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围
攻中原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实施
中原突围。张谦光主动要求留下坚持斗
争，担任兴山地委书记兼第2军分区政委，
率领鄂中留守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
在鄂西北武当山地区，有力地牵制了国民
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的进攻。

1947 年 2 月 26 日，在兴山县平水河一
带，张谦光所率部队遭到敌人重兵包围，激
战中张谦光中弹被俘。敌人对他威逼利
诱，软硬兼施，都未能使他屈服。张谦光英
勇就义，时年39岁。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